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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再度舉行「中國社會科學
院學者訪校計劃暨學者講座系列」，邀請
中國社會科學院不同領域的學者到訪中
大，探討社會學、人口與勞動經濟及語言
學領域的研究現狀及發展趨勢，加強兩地
的交流，提高學術水準。今年到訪的學者
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李
培林教授，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吳要武教授，以及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方梅
教授。他們於本周三（21日）舉行的「中
國社會科學院學者講座系列」擔任主講嘉
賓，其中第一場演講「消費和中國發展的
新階段」由李培林主講。

新發展階段消費不足
李培林分析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階

段，發展的動力、約束條件及發展方式的
深刻變化。他在演講中首先提出，中國經
濟增長從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拉動轉變為
依靠由內地消費拉動，服務業成為經濟最
主要的推動力。但一個奇怪的現象出現：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近十年來穩步增加，

但消費總額佔內地生產總值的比例從63%
下降至 59%，低於美國的70%和日本的
65%。
李培林於是着手解釋消費比例偏低的原

因。「首先，不是因為沒有資金。中國政
府的財政收入快速增長，達到年均16.6%，
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同時中國居民
的存款，也在快速增長，年均增長率達到
16%，同樣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我認
為人們不消費的原因，主要在於社會的不
平等和收入分配的問題。可以說改革開放
以來的30多年，中國成就表現為快速的經
濟增長，而中國的問題在於收入差距。需
要消費的人沒有太多餘錢用於消費，而有
很多錢的人他們的消費趨於飽和。大量的
農村人口的收入水平過低，不利於擴大內
需。」
此外，李培林認為對子女教育、住房和

醫療缺乏穩定預期，也壓低了當下的消
費。「教育、住房和醫療費用這三項，已
成為當前中國家庭最主要的消費項目。現
在的城市家庭，父母對子女的教育預期較

高，不少中產家庭為把子女送到外國讀大
學，比如到美國讀四年大學，需要積攢100
萬元人民幣，他們只能節省眼下的消費項
目和數量積攢更多的錢。同樣，住房價格
和租金的快速上漲，普通人的購房或租房
壓力加大，壓制了當下的消費能力。」他
說。

提倡更全面社保制度
最後，李培林提出政策建議，希望長遠

而言可以增強內需，努力保證居民收入增
長高於經濟增長，擴大內地中產階級人
口，為經濟增長保持動力。「現在教育、
住房和醫療費方面的社會保險政策有所不
足，需成立更全面的社會保障制度。大眾
消費隨着社會保險政策的改進會得以改
進。」演講後的答問環節，來自中文大學
的師生就老年人消費、地方財稅收入等多
個問題，與李培林副院長交流，為這場學
術盛宴寫下句號。 文、攝：陳添浚

社科院學者訪中大
李培林獻策提振內地消費

柔美 昂揚 真實
女性意識藝術再現與現實女性意識藝術再現與現實
麵包與玫瑰，是女性解放運動的著名口號。1908年3月8日的美國紐

約，逾萬五名女性走上街頭爭取選舉權和縮短工時，這也成為國際婦女節

的起源之一。110年過去了，女性的地位得到大幅提高，而近百年的變化

更是劇烈和影響深遠。澳門藝術博物館收藏了一批宣傳畫，這批畫系統展

現了女性在中國社會地位的變化。然而，現實和當下的諸多現象亦讓人覺

得，真正的平等之路仍舊遙遠，廢除文化陳規陋習的道路依然漫長。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在最近的社會新聞熱點中，發生在內地
江蘇省鹽城市的一則新聞轟動了大江

南北。在一場婚宴中，喝醉酒的公公強吻自
己的兒媳。有人在現場拍攝了視頻，然後放
到網上，引起輿論一片譁然。在引起激烈討
論的版塊中，指責公公的人認為這是道德敗
壞的表現；覺得小題大做的人則認為，這是
別人家的事，只要不是太出格即可。

現實習俗仍值得深思
然而，若以女性尊嚴和解放的視角來
看，公公這一做法則是對整個家庭倫理和法
則的破壞。某種程度上，有兩種截然不同的
女性主義觀念：一種認為，女性可以和男性
一樣從事各種職業和工作，沒有必要將自己
限制在家中成為洗衣做飯的家庭主婦；但另
一種觀點認為，在家庭中相夫教子、洗衣做
飯也是神聖的職責，應當獲得尊重。所謂男
主外、女主內，只有分工不同，沒有高低貴
賤之分。
這兩種不同的女性主義，落腳點均是平
等。只不過，一種是積極的、將性別意識模
糊化的平等；另一種則是突出了性別差異的
平等。然而，無論是哪一種平等，都不能夠
容忍一個家庭中的長輩做出出格的事情來。
因為在積極化的平等主義者眼中，女性的自
由和自主不容侵犯；在強化女性特質的平等
主義者看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不受侵
犯。因此，為這位老人家的行為進行辯護，
實在是對近代以來女性解放運動的一種踐踏
和嘲弄。

兩種不同女性平等觀
但是，我們不能迴避的一個事實是：正
是這兩種不同的平等觀，使得女性在百年來
的中國呈現出了不同的樣貌。在澳門藝術博
物館的宣傳畫展示中，我們會發現上世紀
30年代的上海，出現在廣告牌上的女性主
要展示的是清純可愛的面龐、苗條四肢和身
材。
而廣告牌本身則是從商業廣告到政府宣
傳畫多有涵蓋。若回到當時的社會背景看，
所謂女性解放，其實是一種身體的解放，性
格的解放，外在的解放。這是一種自廢除纏
足以來就展開的解放運動。因此，在上世紀
複雜的國際格局中，女性宣傳畫在某種程度
上起到了國民國家建設大動員的效果。
正是因為這種效果，曾有學者寫下專著

聲稱，那時的上海是摩登的時代。我們無法
否認那時的上海流行而摩登，或許是女性解
放造就了這種摩登；或許是摩登造就了女性
解放。但強調上海摩登的人忽略了非常重要
的一個事實：在當時的上海有大量的女性童

工、有大量的女性勞動階層、有大量的女性
居家市民。她們，其實與這樣的摩登毫無關
聯。
因此，這樣的女性解放被看作是落後和

不合時宜的。這是歷史的事實。因為這種只
在乎感官外在、只側重城市生活享樂的女性
解放，帶來的是女性成為一種物質化的工
具，成為了交際場上被追逐的對象，成為了
三流小報的頭條。全民娛樂化的後果，是包
括中產階層在內的社會精英對大眾所遭受的
苦難視而不見，最終引發底層民眾的反抗。
因此，上海摩登的時代也結束在戰火的硝煙
中。
1949年之後的宣傳畫，女性的形象塑造

出現了新變化。在澳門藝術博物館的作品
中，女性的解放開始從外在和形體走向了精
神和靈魂。宣傳畫中的女性不再是嬌美動人
的形象，而是突出了作為底層民眾的色彩；
她們的解放是圍繞自身思想的淨化而推動
的。
因此，藝術形象的塑造上出現了體現集

體主義風格的群像場景，女性本身也具備了
男子氣概。這個時期的女性解放，乃是讀
書、寫字、參與生產和建設。女性解放有了
進取化的詮釋。

相異價值對撞引弊端
進入改革時代的中國，宣傳畫並不在展

出範圍中，但是成長於改革年代的中國人，
對性別解放有了新體驗。各種相親節目層出
不窮，各種選美比賽競相登場，文藝界的緋
聞層出不窮。從本質上來說，這是兩種不同
的女性解放與平等觀念對撞造成的。
當資本可以獲得權力、權力可以獲得資

本時，能力和智慧的意義便被邊緣化。人們
不再視追求精神理想、學業知識、專業技能
的女性為標杆和楷模。相貌和大膽程度，成
為了衡量女性的畸形標準。從柔美的上世紀
30年代，到昂揚的50年代，再到當下的社
會寫實，女性的形象被不斷闡述、不斷解
釋、不斷描繪。
然而，真正屬於女性自身的價值和意義

卻被忽略了。性別議題的研討也是一種階
級、階層的探討，只要一個社會中，女性
不能夠獲得真正的解放，則社會的風氣和
弊端依然會持續下去。從這個角度說，女
性解放絕不能走回頭路，也不能讓女性物
質化的情景招搖過市。文化藝術是宣導價
值觀的重要載體，即使在今年，那些已被
視為是與西方右翼民粹不兼容的平等主
義、反思主義電影，仍舊佔據了奧斯卡獎
不少比重，這或許是對女性解放運動的另
一種鼓勵和支持。

《白毛女》、《紅色娘子軍》等具有鮮明
左翼革命色彩的藝術作品，在一段時間內曾被
視為「藝術性不足」的作品而一度遭受冷落。
但伴隨時間的推移，特別是藝術批評自身的發
展，加上女性物質化現象的日趨嚴重，傳統經
典的左翼藝術作品中的女性價值和形象，被重
新探討和挖掘。例如《紅色娘子軍》中，刀舞
的動作其實與中國傳統的武術具有密切關聯，
而女性在這一作品中所展現出的求解放、爭自
由的精神，更是彰顯獨立人格特質的典型代
表。一些人將歷史主義的藝術審美界定為「回
歸歷史」，但歷史或是歷史中的藝術既有「片
段的真實」，也有「唯美的真實」。
具體而言，在上世紀的20、30年代，無可

否認上海的電影業非常之發達，也造就了胡
蝶、阮玲玉等諸多影星，彼時的娛樂繁榮的確
是一種片段性的真實。但是同樣也無人可以否
認，在那個時期，更多的中國女性則是生活在

農村的飢餓、貧窮和舊習慣壓迫中。所以，從
晚清開始一直到國民革命，甚至後來的左翼革
命，女性解放成為了革命者眼中必須完成的歷
史任務。藝術經典中的女性解放意義被再發
掘，不僅是作品本身的再次躍起，更是人們對
時下某種女性物質化現象的反思和批判。
藝術作品是能夠完美呈現性別差異的平

台。女性主義是一種來自西方的概念，但是這
一概念並沒有局限在批判，而是對性別意識自
身的反思。這似乎成了西方社會中的「政治正
確」。但也就是在這些年，對西方社會奠基在
平等思想基礎上的「政治正確」，人們有了愈
來愈多的批評。然而，我們依舊看到，西方的
文藝從業者依然在堅守這樣的「政治正確」，
這是一種難能可貴的精神，也是歷屆奧斯卡獎
頗受人們矚目的原因。這種堅守，是對理想和
美好社會的追求，也是「以弱者的立場為弱者
辯護」的美德一次次彰顯。

不古不洋惡習乃文化毒瘤
日本近代化的成功和經驗說明，文化是

塑造國民國家人格的重要工具。文化本身
並不是抽象和空洞的產物，也不是故紙堆
中的說教，文化其實是一種經過時間和歲
月積澱形成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文化沒
有一成不變的，文化也不會萬世不移，文
化是依據時代的變化而產生的動態體系。
若以女性的價值和尊嚴為視角，中國古典
文學和文化中，女性的形象其實並不低
下，無論是《詩經》還是神話傳說中的女
媧，甚至是東南沿海篤信的媽祖，女性所
特有的性別優勢構成了傳統中國人文化生
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然而，不可迴避的現實是，同樣是千百

年來，女性在靈魂和精神意義上的敬拜對
象，在現實和世俗生活中，卻是作為一種
被壓抑性別的實體存在的。以江蘇婚宴中
公公強吻兒媳的事件來看，這種婚禮嬉鬧
習俗並非來自西方，因為西方社會存在非
常明顯的代際差別意識；甚至同一個家庭
中，人與人的關係也相對獨立。但這種惡
習同樣也不是東方古典文化和習俗。古代
的中國乃是東亞社會道德高於法律的禮教

社會，這樣的社會中，長輩和君王的地位
不僅是世襲和傳統所確立，也是自身作為
道德表率的意義而形成。因此，我們無從
考究這種不古不洋的習俗從何而來，但可
以確定的是，這樣的習俗是建構文明社會
的毒瘤，也是塑造現代公民人格的巨大障
礙。
打破這種障礙，不應當以地域、文化作為

藉口。因為從古至今，對女性的尊重和女性
主義的發揚已是東西方共同的價值觀。這種
共同價值觀的基礎，是女性作為一種獨立個
體性別而存在，是家庭的重要組成部分。不
古不洋的惡習乃是文化毒瘤，因正是這樣的
毒瘤，造就了社會中的女性物質化現象，將
平庸視為真實、對高雅嗤之以鼻。長久而
言，是一個社會的悲劇。

■李培林主講「消費和中國發展的新階段」。
■李培林及段崇智與一眾中國社科院及中大學者合影。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培林（左）與中大
校長段崇智（右）交換紀念品。

記者手記

■傳統中國的女性。
■大變革時代的女性和家
庭。

■特寫式宣傳畫。

■左翼話語下的女性成為了自主意志
的體現。

■宣傳畫上的女性與商業
資本主義緊密相連。 ■20世紀初的中國女性開始了外在的解放。


